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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北地区一次大暴雨过程的雨团分析

实 习 台
*

一九七七年上半年
,

我们与西藏班参加毕业实践的学员一起
,

选取了一九七四年七

月十二 日苏北地区的一次特大暴雨过程
,

对环流形势
、

天气系统
、

降水等进行了分析
,

同时也计算了某些物理量 (散度
、

垂直速度
、

水汽通量等 )
.

我们认为分析这次过程中

雨团活动和它们与系统的关系
,

对今后进一步探讨和认识中小尺度系统与暴雨的关系有

比较现实的意义
。

因此着重将雨团分析简单予 以介绍
.

一
、

过 程 概 况

一九七 四年七月十二 日白天苏北地区发生了一次特大暴雨
。

根据国家发报站雨量资

料绘制的 11 日 20 时到 1 2日 2 0时的日雨量图 (如图 I一 1 )
,

表明这一天暴雨产生在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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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I 一1

( 东西向 ) 1 0 0多公里
,

长(南北向) 2 0 0多公

里的范围
,

其中只有一个大暴雨中心 ( 日雨

量为 i s o
.

sm m )
,

在射阳县附近
.

当时 ( 1 2

日0 8时 ) 的高空形势在合肥附近有一
“

人
”

字形切变
,

蚌埠附近又有低涡生成
、

发展
,

地面上有一气旋波移自固始以西
,

然后分为

两个中心东移
,

14 时前后两低压中心在清江

市附近合并
、

发展
,

约 13 日0 2时左右进入黄

海
。

低压区内有明显的静止锋锋系
。

从大尺

度形势来看
,

这次暴雨是由于地面梅雨锋上

的一个气旋波配合上空的低涡切变东移发展

的结果
。

另外
,

我们又根据江苏全省一些测站的

逐时海平面气压和风的资料填绘每小时的简

易天气图
,

业作了逐时雨量图
.

分析结果说

明这次过程不是一场单纯的锋面气旋波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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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降水
,

而是 由四场大暴雨组成的一次降水

过程 (如图 I一2 )
,

同时发现每场暴雨的影

响系统各不相同
,

甚至在同一暴雨过程也可

有不同的影响系统
,

关系 比较复杂
.

就这次
“ 过程各场暴雨的成因来看

:

有受北方冷锋东

移南下而致
,

有辐合线东移进入低槽造成
,

也有低压前部的暖式切变和低压系统在东移

日 过程中合并加强减速而造成
.

二
、

雨团的中尺度分析

图工一 2

1
.

资料的处理

苏北地区共有5 2个气象台站
,

各站间隔

平均约40 公里
,

而这次暴雨过程的特点是时

间短
、

范围小
,

为了较详细了解雨团的地理

分布
,

我们特抄集了苏北地区约 200 个水文

站的资料
,

业对只有 2 小时
、

6 小时或 12 小时的累积降水量参照邻近 2 个 (或 以上 ) 站

的逐时雨量记录及其间距远近用加权法进行剖析 (把获得的雨量资料冠 以括 号 以 示 区

别 )
,

所得雨量虽与实际情况会有一些误差
,

但在弥补站点不足和分析逐时雨量图时减

少主观盲目性仍有其参考价值
.

2
.

过程降水 t 的分布特点

根据苏北地区气象和水文台站的逐时降水资料
,

也分析了 1 1日20 时到 12 日20 时的 日

雨量分布图 (如 图 I一 2 )
,

发现降水量等值线呈东西向不均匀的带状分布
; 区域性大暴

雨级 以上的降水中心共有四个
,

分别位于赣榆县小塔山附近
,

灌云县境
,

建湖县境和高

部县附近
,

其中以建湖县境的雨量 中心最大
,

达特大暴雨标准 ( 日雨量为2 49
.

sm m )
;

暴雨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少雨地带
.

3
.

雨 团及其与系统的关系

对逐时雨量图
,

我们作了雨团 (指时

雨量夯 ]0 m m 的雨区 ) 中心活动的分析
,

绘了雨团动态图
,

业按出现先后共编成九

个雨团
.

各雨团中心逐时的大约位笠及其

强度演变略如图 I及附表所示
。

它们的移

向基本上是 自西向东与高空50 Om b的引导

气流走向较为一致
.

各雨团的生命长短不

一
,

短的仅有 1一2小时 (如 3
、

9号 ), 长的

则可达 1 1小时 (如 4 号 )
。

时雨量最强为

1 0 6
.

9 n、m
,

最弱为 10
.

8 m m
。

雨团的平均移

速最慢 12 公里厂小时
,

最快 26 公里/小时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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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均为 1(/ 公里 / 小时
.

就时间和空间尺度来看
,

均属中小尺度范围
.

‘

、

下面我们就其中比较重要的 1
、

2
、

4和8号雨团分别予以讨论
:

一号雨团
:

移自山东境内
,

1 2日08 时出现在苏鲁交界的山东省临沐县附近 ( 6 一 8

两小时内临沐县站雨量为 39
.

6 m m ) 走向为西西北到东东南
,

1,l 时以后经赣榆县进入黄

海
。

雨团所经地 区日雨量最大为 100
.

Z m m (夹谷)和 JOI
.

, m m (小塔山)
,

是较强的雨团之

一
。

从形势分析
,

这个雨团是受华北东移南下冷锋的尾端影响
,

导致冷空气南侵造成偏

北气沁与东南气流之间的辐 合加强
,

与梅雨锋系上天气系统没有直接关系
.

二
一

号雨团
: 1 2日 O弓时在苏北东海县的小许庄出现 4 3

.

8 o m 的雨团中心
,

Jc 时至 1 1时

达最强
,

13 时后消失
.

日雨量最大在青伊湖 ( 1 13
.

5 n : m ) 和板浦 ( 100
.

2 m m )
。

它与一

个由山东境内向东南方向移动的中尺度辐合线进入倒 V 型低槽有密切关系
.

辐合线于且

日。8时前后进入低槽
,

9 时至 ] 〔时于连云港
、

沐阳一线稳定少变
,

西北风与偏东风辐 合

显著
,

lj时稍有南压
,

北端有显著的东移
,

13 时以后清江市以北地区全转为偏北气流控

制
,

雨团随辐合线的消失而消失
.

四 号雨团
:

是这 次暴雨过程中雨势最强
、

生命最长的一个雨团
.

12 日11 时曹咀 的时雨

量就达雨团标准 ( Io
.

s m m )
,

16 时前后达最盛 (建湖水文站的时雨量是 1 06
.

9 m m )
,

详见表七表 2
。

量 中 心 与 系 统 的 关 系

系 统

表 1 时 雨

时 间 } 瓜
1 2 日 1 1

1 2

1 3

1
.

t

j5

低槽中偏北气流与偏东气流的辐合线于曹咀一带

辐合线北段东移显著
,

南段少变转为东北与东南风辐合

辐合线北段消失
.

南段继续南压至清江
、

淮安之间

淮安
、

宝应之间形成辐合低压中心
,

淮安由S S E
:

.

。

一 N N E
。

.
,

低压中心东移至宝应
.

兴化之间
,

中心在射阳湖工射阳镇附近

雨量中心(强度 )

曹咀(1 0
.

8 m : n
)

曹咀(1 8
.

0 m :n
)

淮阴闸 (6 2
.

4 n , m )

淮安(3 6
.

(
「

m n l

)

射阳
、

镇、8 5
.

g n 川、)

一一
一一一一- - - - ~ 人- 一一一一一

_

一巧一18 时这个低压中心一直在建湖一带淮持少动
,

强变加深
,

每小时平均降压达 2

。 b 之多
,

参见表 2
。

表 2 建湖低压强度及与之相应的雨量中心和风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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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时以后低压开始减弱东移
,

雨量中心也随之东移至射阳河 闸
、

新洋港闸和大丰闸
,

儿时以后 随低压出海
,

大陆雨量中心消失
。

从 以上两表可以清楚地看到4号雨团在 14 时以前同 2 号雨团
,

都与辐合线南压缓慢东

移有关
,

属中尺度辐合线上的降水
,

而14 时以后
,

降水中心基本上与气旋性流场的辐合

低压区相配合
,

属低压降水
.

为了解低压降水中最大雨强与低压中心的对应关系
,

我们

曾选做了十个站的逐时雨量和气压变化曲线关系图 (图略 )
,

发现雨量最强之时业不就

是气压最低值的时候
,

而在气压最低值前 1 到 5 小时内产生最强降水的占6 / 1 0
,

两者儿

乎同时发生的 占4 / 10
。

八号雨团
:

其雨强和生命史仅次于四号雨团
,

过程最大降水量是 129
.

8 m m (在高

邮
、

兴化之间 )
,

移向先是偏北
,

后由东东北转为东东南
,

与低压暖切变的路径完全一

致
,

属低压区暖切变产生的降水
.

开始是产生在由合肥东移的低压暖切变上
,

后属于合

并后低压暖区的西南与东南风切变的降水
,

如表 3 所示

表 3 8 号雨团与对应系统的逐时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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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 低压中心移至高邮 以北
,

暖切变在高邮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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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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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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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1‘

南北两低压合并
,

暖切变在兴化
、

东台之间
(S SW 与 S E 切变 ) 兴化 (2 7

.

2 : n m )

刃�刀
训。

.

川
,

一一:
心rsies16 时以后

,

随低压合并加强 、_
_

减速暖切变线稍有北抬业稳定在 )

东合
、

大丰之间
,

最大时雨量中 {

心分别移至唐子镇
、

大丰
、

川东 {

闸
,

20 时以后随低压减弱东移而 盯 !

出海
.

图皿为气旋性切变中心每

小时动态图
.

八号雨团的后期与四号雨团 刃 一一
较长时间共存在一个 低 压 范 围

l

内
,

但两个雨团之间一直存在一

个相对 的少雨地带
,

两者始终相
了“

-
-

隔一定的距离而没有合并 ( 相距

由 1 5 时的 5 0 K M 到 2 0 时的 9 0

成

下一互

召洲} 夕

图皿
.

气 旋性切变中心逐时动态图

K M )
,

这说明两个系统的合并不等于各自对应的雨团就要合并
,

也就是说
,

在一个气旋
内可以同时存在几个 中小尺度系统产生的多个暴雨 中心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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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三小时变压场的分析中
,

也发现三

小时负变压中心的强度路径与四
、

八号雨

团的强度路径颇为一致
,

特别是与辐合低

压区对应的四号雨团的一致性 更 为 明 显

(如图 万)
,

因为三小时负变压区予示着低

压辐合上升作用的生成和加强
,

有利于强

降水区的形成
。

三
、

结 论

一
·

一 雨团路拄

一
三

,

卜咐爵变压[
一

姚、

图理
。

一△P护}“心演变与4
、
8 号雨团路径关系 图

1
.

对暴雨和与暴雨有关系统的分析皆

需详尽的 (时间和空间都要稠密 ) 资料
,

否则就不能反映暴雨过程的实际情况
,

大

尺度分析的结果只是一般化或似是而非
,

甚至导致错误结论 (比较图 I一 l 和图 I

一 2 )
。

2
.

气旋内的暴雨可以有几条带状或几个中心
,

它们是气旋内中小尺度系统的产物
.

3
.

暴雨强度和气旋的猛烈发展具有密切关系
,

但业不是一一对应
,

即暴雨最强时业

不一定就是气压值最低之时
.

从本个例来看就有出现在气压最低值之前和同时发生两种

情况
,

且以前一种情况居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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